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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护理模式对帕金森病患者自护能力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屈
!

彦!牟春英!曹
!

娜!郭晓娟!王
!

亮!张
!

婷!李青莉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安
A$''>$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协同护理模式对帕金森病患者自护能力及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例于该院

进行治疗的帕金森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

C@

例%采用常规护理模式!

研究组"

C(

例%采用协同护理模式&采用自护能力测量量表和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分别于入院时与出院时对

两组患者的自护能力及生存质量进行测定和比较&结果
!

刚入院时!两组患者的自护能力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K

%

'&'(

%!而出院时!研究组在自我责任感'自我概念'自护技能'健康知识水平
@

个维度上显著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

K

'

'&'(

%$入院时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而出院

时!研究组在生理'环境'健康状况及生存质量维度上优于对照组"

K

'

'&'(

%!而在心理和社会维度上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K

%

'&'(

%&结论
!

对帕金森病患者运用协同护理模式能显著提升患者的自护能力!并积极改善

患者生存质量!对疾病的康复和预后有重要意义!临床值得推广运用&

关键词"帕金森病$

!

协同护理模式$

!

自护能力$

!

生存质量

中图法分类号"

#@AC&A@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A%,?@((

"

%'$7

%

'>,'7C7,'C

!!

帕金森病$

!;

&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表

现为动作迟缓)震颤)强直和姿势平衡调节异常+

$

,

'

近年来#随着我国老年化进程的加剧#

!;

患者的数量

已达
%''

万人#并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目前对于
!;

的治疗尚无根治之策#多采取外科治疗)药物治疗和

康复治疗的方式缓解症状)延长生命#这就要求
!;

患

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自护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从而降

低并发症发生率和提高生存质量+

%

,

'协同护理模式

是一种新的护理模式#由
.̀/M

自护理论演变而来#

其目的是以现有的人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患者自

我护理的能力#并鼓励患者家属积极参与其中#强化

集体护理协同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提高治疗效果#避

免各类并发症的发生'目前该护理模式已在慢性肾

衰竭)急性心肌梗死及糖尿病患者等人群中广泛运

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护理效果+

C

,

'本研究选取
>?

例

!;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协同护理模式对
!;

患者自护能力及生存质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

本院治疗的
>?

例
!;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经医

院伦理委员批准#患者及其家属对本研究完全知情'

入组标准!$

$

&符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会制定相关

!;

诊断标准$

%''>

版&

+

@

,

%$

%

&年龄
&

('

岁#且病史
&

%@

个月%$

C

&意识清醒#无认知障碍#能配合相关护理

需求'排除标准!$

$

&患有严重心)肝)肾等功能障碍

患者%$

%

&早期有严重的自主神经受累者%$

C

&继发于

脑血管病)脑炎)颅脑外伤等的
!;

综合征者'将上述

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
C@

例#

(

7C7

(

检验医学与临床
%'$7

年
C

月第
$(

卷第
>

期
!

QGHU/K"I20

!

UG.5J%'$7

!

W8I&$(

!

<8&>



男女比为
$'lA

#平均年龄$

>$&%f(&C

&岁#平均病史

$

CA&(f$%&(

&个月#高中及以下学历
%'

例#高中以上

学历
$@

例%研究组
C(

例#男女比为
%Cl$%

#平均年龄

$

>$&Cf(&7

&岁#平均病史$

C7&%f$$&?

&个月#高中及

以下学历
%'

例#高中以上学历
$(

例'两组患者的一

般资料#如性别)年龄)病情)学历等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K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模式#研究组行协同

护理模式#具体如下!$

$

&协同护理模式教育的方式)

内容及时机'对每位患者建立纸质和电子档案#详细

记录患者的病情)服药)康复锻炼等情况#便于实时查

询患者病情进展#并对护理内容进行动态调整'护士

采取
!!D

)宣传册)影视资料)参与指导等方式#并结

合患者自身特点制订出个性化的护理教育内容#涵盖

疾病基础知识)自护能力培养)不良生活习惯影响及

正确用药等方面'施行协同护理模式的最佳时机应

该是在患者了解并熟悉住院环境)情绪恢复稳定后进

行'$

%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医护人员应凭借自己

饱满的工作热情和精湛的专业技能在患者面前树立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养'依据患者性格的差异性采

取开放式)启发式)讨论式等交谈方式缩短彼此的距

离感和陌生感#介绍以往治愈的病例#以消除患者的

心理压力#树立积极的治疗心态'做好患者家属思想

工作#争取家属最大化的配合#使其从依赖性护理逐

步向自觉参与护理工作中过渡+

(

,

'$

C

&重视心理康

复'由并发症带来的机体)语言等功能障碍使患者的

心理障碍较一般患者严重和复杂#而心理障碍会加重

身体功能障碍#反过来身体功能障碍又会影响心理功

能'护士要给予患者心理支持#同情与关爱他们#正

确评价患者#引导患者接受功能障碍的事实#鼓励患

者积极进行康复治疗和训练#给予患者自尊#鼓励其

自信)自理和自强#为其身体功能的康复做好心理上

的准备'$

@

&亲情与社会支持'家庭的关怀尤为重

要'指导患者家属保持乐观的心态#努力营造和谐的

家庭关系#为患者创造良好的康复环境#鼓励患者家

属积极参与到护理工作中来#细心观察患者心理反

应#倾听他们的感受并及时给予正确的信息指导#使

患者能接受目前的状态并设法改善'医院定期举办

疾病知识和健康教育讲座#鼓励患者积极参加#并与

其他病友多沟通交流#学会向他人倾诉#寻求家庭以

外的社会支持系统 '$

(

&康复功能锻炼'加强肢体运

动锻炼#如散步)打太极拳等#以防止和推迟肢体痉

挛'鼓励患者进行面肌训练#如鼓腮)撅嘴)伸舌和吹

吸等#以改善面部表情和吞咽困难现象#协调发音#保

持呼吸平稳顺畅'锻炼时应从小运动量开始#之后逐

渐增加#关键在于循序渐进#持之以恒'

$&'

!

评价标准
!

$

$

&参照自护能力测量量表$

V)"=

&

对患者入院时和出院时的自护能力进行评定'该量

表主要包含
@

个维度$自我责任感)自我概念)自护技

能)健康知识水平&#自护能力与得分呈正比#即自护

能力高的患者得分高+

>

,

'$

%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制定

的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

j̀ Q,+#V̂

&对患者入院

时和出院时的生存质量进行评定+

A

,

'

$&1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

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量资料以
:f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等级资料比较

采用秩和检验'以
K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入院时)出院时自护能力评分比较
!

入院时#两组患者的自护能力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K

%

'&'(

&'出院时#研究组在自我责任感)自我概

念)自护技能)健康知识水平
@

个维度上明显优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K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入院时#出院时自护能力评分比较$

:fB

)分%

组别
&

时间 自我责任感 自我概念 自护技能 健康知识水平

对照组
C@

入院
%@&%>f%&>C $>&@Cf%&$$ $?&C@f@&(% %@&@%f@&%$

出院
C(&?Af%&A@ $A&@Cf%&'> %C&>Af@&A@ C(&(Cf@&C%

研究组
C(

入院
%C&7%f%&>( $>&(@f%&%C $?&%Cf@&A% %(&C7f(&(%

出院
@C&>%fC&>(

"

%%&(@f%&@%

"

CC&(@f(&7C

"

@>&>>f>&@?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K

'

'&'(

表
%

!!

两组患者入院时#出院时生存质量评分比较$

:fB

)分%

组别
&

时间 生理 心理 社会 环境 健康状况 生存质量

对照组
C@

入院
(7&>%f$'&%7 >%&%%f(&?' %$&@>f@&C' A%&%7f>&@> %&%Cf$&%( $&?%f'&>@

出院
AA&>%f?&$A 7@&%%f(&A' C%&@>f(&C% 7@&%7f(&$@ C&'Cf$&$$ %&ACf'&??

研究组
C(

入院
(?&C@f$@&'$ >@&C%f>&'A %%&>$f(&%@ AC&C>f>&7$ %&'@f'&(' $&(Cf'&@@

出院
77&%>f$'&$%

"

7>&(@f>&$A C@&>$f>&CA ?%&7@f@&%$

"

C&A%f$&%C

"

%&(7f$&'C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K

'

'&'(

(

?C7

(

检验医学与临床
%'$7

年
C

月第
$(

卷第
>

期
!

QGHU/K"I20

!

UG.5J%'$7

!

W8I&$(

!

<8&>



/&/

!

两组患者入院时)出院时生存质量评分比较
!

入院时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K

%

'&'(

&'出院时#研究组在生理)环境)健康状况

及生存质量维度上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K

'

'&'(

&#而在心理和社会维度上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K

%

'&'(

&'见表
%

'

'

!

讨
!!

论

!!

!;

又名震颤麻痹综合征#可由多种疾病引起#

是一种临床症候群#包括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肌强

直和姿势不稳等主要症状'其病因主要是因为中脑

黑质神经元出现变性死亡#引起多巴胺合成严重减

少#不能维持和调节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从而抑制

乙酰胆碱的能力降低#使得乙酰胆碱的兴奋作用相对

增强'

临床研究证实#运动障碍程度对
!;

患者的生存

质量存在严重的负面影响#通过一系列的应激连锁反

应#一方面导致患者机体免疫力下降#另一方面对疾

病的进展)预后甚至服用药物的疗效产生影响+

7

,

'此

外#由于
!;

患者需要长期治疗#因而对患者的自我护

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同样#患者家属的

照顾能力对疾病的康复和预后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

>

,

'

协同护理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是在责任

制护理基础上#充分发挥患者及其家属的主观能动性

并积极参与疾病的康复过程#从而最大限度地改善患

者的病情#共同提升护理服务质量'以往的护理模式

中#患者多习惯于接受被动护理模式#对医护人员产

生一定的依赖心理#从而忽视自我护理在疾病管理中

的作用和责任+

?

,

'

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刚入院时的自护能力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而出院时#研究组

在自我责任感)自我概念)自护技能)健康知识水平
@

个维度上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提示协同护理模式对于提升患者自护能力具

有重要意义'此外入院时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而出院时#研究组在生

理)环境)健康状况及生存质量维度上优于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K

'

'&'(

&#但在心理和社会维度上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以上表明协同护理

模式可有效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利于患者预后'本研

究结果与封自慧等+

$'

,研究结果相一致'究其原因可

能为$

$

&协同护理模式强调护士的作用为临床教育

者)倡导者和协调者'要求护士有丰富的知识及适应

外部的能力#实现充分的人际沟通#能引导患者恢复

正常的自主调节#使患者能以积极心态#协同参与护

理#学会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自我教育'$

%

&通过群

体教育)个体教育和医护协同教育方式等多种灵活教

育方式#使患者及其家属掌握了相关理论知识和技

能#同时也增加了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并能积极主

动参与护理过程中'$

C

&协同护理模式注重医护人

员)患者)家属三者之间的互动联系#并充分发挥患者

家属的监督护理职能#三方人员协同联合参与护理整

个过程#提高患者治疗的信心和治疗的积极性#从而

最终提升患者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综上所述#运用协同护理模式能显著提升
!;

患

者自护能力#并积极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对疾病的康

复和预后有重要意义#临床值得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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